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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年》

内容概要

彼得·施塔姆，一位如北欧家具般简洁冷峻而又流畅舒适的瑞士作家。《纽约客》这样描述他：如果
加缪生活在一个遥远的挪威小渔村也有e—mail的时代，那么他很可能会写出像彼得·施塔姆这样的小
说。我们也可以把加缪换成雷蒙德·卡佛。我们也可以这样描述他的代表作《经七年》：如果雷蒙德
·卡佛写一部长篇小说，那么很可能就会像这部《经七年》。美好脆弱的爱情，激流暗涌的婚姻，人
生的两难与抉择。一幅幅清晰锋利的场景，不动声色的句子散发出寒意，正如小说的题词：光与阴影
，使事物成形，《七年》告诉我们：爱与恨，使生命成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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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年》

精彩短评

1、不得不说，这本篇幅不长的小说是我近来读过的最为动人的作品，在冷静粗粝的文字和波澜不惊
的讲述中蕴含着对现代婚姻生活本质的透视。 
　　 
　　红白玫瑰之间的摇摆，七年之痒前后的动荡，看似老套的情节和情景设计在作者的两条叙事线索
中穿插着，最终却达到了不落俗套的效果。 
　　 
　　掩卷的那刻，我忽然有了十七年前阅读《挪威的森林》时的怅然。然而尽管是有些类似的怅然，
前者多少有些未尝爱情前的为赋新词强说愁。如今的怅然，绝对是见证了爱情的破灭与重生、经历过
七年之痒的坎坷与不平之后的心有戚戚。 
　　 
　　如果说生活无非是一个个七日之间的轮回，那对于一同走过七年的我们而言，婚姻其实也是一起
走过一个又一个七年。 
2、这七年是一种浪费吗？
3、玩火直男癌的自我辩解
4、不知道是翻译的缘故，还是作者本身的语言问题，我总感觉对人物心理的描写非常晦涩含糊，仿
佛隔着一层毛玻璃观察人。就我模模糊糊的理解，主人公阿历克斯既需要爱人的陪伴，又无法承受爱
所带来的责任。他徘徊在两个女人之间，然而我觉得他似乎既不爱索妮娅，又不爱伊沃娜，其实他根
本不知道自己想要什么。最后的自由是苦涩的，然而又有一种莫名的轻松。
5、真没必要写这么长。
6、欲望
7、我已经很久没有提起这个人了，我以为我已经忘了。我骗自己，从那以后，我再也没有想起过他
。

“她是否等候了您一年或者七年，十四年，没有区别”。

原来，从那时起，我一直从心底深处爱着他。
8、爱与恨，使生命成形
9、自私的男人。
10、最初的裂痕还是源于不忠
11、有些地方很熟悉 但是是不太理解
12、实在是太印象派了⋯⋯
13、伊沃娜:
一个人爱了，就赢了。无论七年，十四年，二十一年，我都愿意等你。
      
14、德国的社会形态，表露无疑。波兰女子也很惹人怜惜。
15、好可怕  
人要如何在历经种种之后起码还能对的起自己呢
16、不至说难看，但比短篇逊色太多= =
17、因为田馥甄看的....
18、掌控与失控之间、突袭的欲念和随之而来的绝望。简洁又深刻，但对话不加引号让人不悦。结尾
在机场怅望蓝天竟有了几分释怀。是不是毁了一切重头开始会更好？
19、觉得自己亲身经历过这个故事
20、一切似乎很荒谬 又似乎理所当然 看到2/3的时候 都想弃了 前面太多情色描写 有点看不下去 最后
的事务所的破产是小说的高潮 难以控制的酗酒与绝望 索妮娅的放弃真是出人意料 人果真是矛盾的综
合体 是爱呢还是不爱呢
21、真心觉得这本小说很失败，整本书就在讲一个懦弱不负责任的男人与妻子和情人的感情纠葛。当
然，若真要分析这本小说的话，也不是不可以。从马克思主义批评的角度来看，这场婚姻悲剧的根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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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年》

在于阶级的差异，男主出身于小市民阶级，而女主出身于中产阶级，两者的三观必然有巨大的差异。
这也可以解释，为何男主心底既看不起社会底层的情人，却又对她有一种情感上无法摆脱的情结，因
为伊沃娜和男主才是真正属于一个世界的人。这个世界简单、纯粹，就像男主说的，他已经厌倦了追
求个人成功，厌倦了实现理想的重负，他需要回到那个“小市民”阶层，虽然那里的人们目光短浅，
却活得真实。不像是中产阶级的人们那样虚伪。这本书让我想到了布尔迪厄的《分区》，改天要细读
那本。最后，觉得男主根本不爱任何人，他只是需要满足自己脆弱的自尊心罢了。
22、施塔姆和海明威一样，老是浪费自己的天赋去写长篇，相对于短篇，他的长篇更像是一个拉得过
长的弹簧，本身失去了弹性。
23、跨年书
24、七年 印象最深刻的就是看著「我」從一個大學生變成一個每日不知在哪兒的酒鬼 那是漫長到不知
覺卻又恍然間敲醒人的時間長度 「我」真的愛索尼婭嗎 「我」真的愛伊沃娜嗎 很難抉擇 主人公想要
的不過是一瞬間的控制與自由 這是伊沃娜的魅力 若是我 會想要好好珍惜索尼婭。
25、和主人公与妻子之间的关系相比，他和依沃娜之间的关系多了一些神秘的色菜，而孩子则似乎更
像一个他们生活里的道具。
26、萧瑟冷硬和掩饰不住的脆弱，一本我爸一样的男人的书
27、如果只看书评 没有达到预期
28、豆瓣评分对书籍都挺宽容的
不知道是不是因为翻译渣的原因
29、狗妈推荐的书，我却从中仿佛看到了似曾相识。
30、也不知道为啥这本书的评分会这么高，讲真他们说的德国人的描写方式简洁凌烈什么的我也没太
感觉到。什么表面的平静深藏的暗涌，是我太迟钝吗。分明就是一个自己不求行的渣男看不上比自己
社会地位低的女人虽然跟他在一起才觉得自己像个男人终于找了个比自己牛逼的老婆可又过的不快乐
的故事呀。
31、他的书情绪非常微妙，和《我们飞》相比，从破碎的生活片段，变成了连续的生活画面，读着挺
压抑，好像是一个蒙着眼睛的人，被生活推着前行，却不停地反抗，想找寻方向。——2017.2.15
32、不喜欢男主阿历克斯，徘徊于两个女人之间，他需要爱人的陪伴但又不想承担责任，其实他谁都
不爱，他根本不知道自己想要什么。北欧人的作品一向冷峻，简短，生硬，人和人之间生涩，疏离，
讲不出人内心的真实情感。但有几句话我蛮喜欢“我想起来我上一次产生这种放任自由危险的感觉。
有了这种感觉，非常清醒，我的生命就在我手中，我觉得好像数年来穿越于一条隧道，现在终于走了
出来，站在广阔的原野之上，能往任何一个方向前进”，很多句子我都有深刻体会，简单粗暴，但能
产生共鸣。感觉就在说我自己。自由的代价是沉重的，可能根本就没有对于错，只有相应的选择产生
的结果。
33、更喜欢施塔姆的短篇；《我们飞》里面的冷冽呼吸到长篇里变得过于松弛；在短促的深呼吸里更
容易凝结晶体
34、为什么说话不用引号，宝宝看得心好累。为什么可以把出轨写得如此理所当然⋯伊沃娜是一个理
想中的完美情人，一生一世一个人。唉，喜欢不起来
35、化用了圣经的故事以及结尾让人印象挺深刻的。
36、爱情在不约束中。
37、每个房间都有一道深渊 深陷其中而无法自拔 可生活就该这样吧 一个人爱了总会输
38、结尾我有点没看懂索妮娅为何要离去。既然不爱他为何要与他在一起？还可以接受情人的私生女
一而再再而三的接受他的背叛？
39、把一个纯粹的情感故事从言情类拯救出来 作者不错
40、简洁冷峻的文字，不动声色的讲述，却让老套的情节有了不俗的效果。爱情、欲望和婚姻关系之
下的蠢蠢欲动，看上去是那么真实。书中直接引语都不用引号，开始有些不习惯。
41、建筑师的爱情
42、像是一个点被拨动，我走到了新的路口，灯塔一直在那里不变，只是通向那里的道路看似要变道
了，希望五年后的我会欣慰的笑。纪念2015年的十一假期，新的开始就从这本书开始吧。
43、刚开始还又被一些描写惊艳（？）到 反而越往后读越觉得无味了 倒也不是很糟 没有想的那么好 
（腰封那写的电子时代的加缪，长篇小说的卡佛完全不能苟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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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一开始是不想看的，因为翻译实在不敢恭维，后来读顺了，也就能读完了。像看完了一个男人的
一生。爱与性永远是小说的主题。
45、一些细节还是不错的，标点符号的使用深得我心~
46、节奏不太好 还是短篇好看
47、读完不由长长出一口气，一向不太感冒的爱情题材，没想到却如此动人心弦，如同此时窗外的蒙
蒙烟雨，令人无限怅然。人心在欲望与现实之间撕扯，体温需被记得亦被承受过。
48、婚姻七年。201505购于亚马逊。
49、翻译得跟屎一样。书好看。
50、封面“北欧极简主义大师”太过分了。作者是瑞士人，用德语写作。和极简主义确实也没什么关
系。有通俗化倾向，整个结构可以直接搬去拍电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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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书评

1、书评：�以前几乎没有读过这种婚姻题材的书，这本书偶尔邂逅的，便顺手在图书馆借来看了。挺
薄的一本书，但里面的内容还是很殷实的。有男主的寂寞、伊沃娜的顺从、索妮娅的忍让、安特耶的
客观等等，虽然没有描写太多的内心，但让读者会情不自禁地揣测。对于这本书的男主角，我的感想
是：最初的裂痕还是源于不忠。对于读者的警戒是：如果你不想毁了你的婚姻，那就别因为一时冲动
跨出那一步。本书结构：�以插叙的方式，男主角的视角勾画整个故事这本书讲了什么：�美丽的索妮娅 
十岁的索菲。大学期间享受伊沃娜的肉体，又喜欢着索妮娅。安特耶鄙视作者讲述的大学期间的行为
。毕业后，在安特耶家中与索妮娅确定关系，安特耶对作者有一些负面的情绪。简单讲述了双方对待
索菲的态度以及主人公对婚礼的想法。索妮娅不在身边就去找伊沃娜寻求快感。去索妮娅家中，不太
习惯她父亲。留了个悬念，有点像求婚。索妮娅还是知道，并且介意主人公和伊沃娜的事结婚七年，
双方都有外遇。索菲是伊沃娜的孩子，主人公以收养地方式夺走了索菲。伊沃娜太没主见了吧。安特
耶直言不讳地质疑主人公的行为对他人的影响。抚养索菲并不顺利，多方面都有一些压力。公司经营
不善，破产负债。酗酒。当索妮娅回来后情况有所好转。果然酒就是用来浇愁的。。。索妮娅表示不
幸福，离开了主人公。读这本书的动机：�这类婚姻题材的书看的不多，翻翻看读这本书的目的：�想看
看作者如何诠释作者：�(瑞士)彼得·施塔姆 书中的感兴趣点：�婚姻这本书的阅读方式：�2-3小时通读对
我的影响：�如果你不想毁了你的婚姻，那就别因为一时冲动跨出那一步。评分：�78相关书籍：�
2、作者用细腻的笔法描绘了二十年跨度中夫妻、朋间、情人、亲人之间情感的变迁纠葛，非常棒的
文字翻译，没有任何外国作品带来的含混晦涩，如音符般流淌在心田。慕尼黑，七十年代奥运会后留
下的运动员村；八十年代东欧剧变，波兰人大量流离在德国境内，生活在生活底层；东西德统一后大
量的基础设施建设；经济危机中苦苦挣扎的小企业......色彩斑斓的历史情境中，年轻的建筑设计师追
求幸福的家庭、创业的机会，爱情的种子萌发在青春的校园，俊男靓女让外人羡慕嫉妒，光鲜外表之
下，男主人公因普通的家庭出生，追求中产阶级生活的过程让他身心俱疲，适时出现的波兰难民身份
的书店小职员，没有名利的追求，有的只是最普通的情爱。缠绵中他们在不同社会阶层中飘荡沉浮，
周围光怪陆离的社会生活变迁，唯有情爱始终在那昏黄的灯光下一闪一灭。实在无法用道德标准来精
准衡量，七年，来自圣经中对情感世界的计时单位，也暗合了我们常说的七年之痒，社会环境的变迁
，要么是生活在上流社会，他们的圈子一如既往，裹胁着巨大财富和地位让他们高高在上而一往无前
；要么是社会底层的普罗大众，生活总是艰难度日；而对于游离其间的所谓市民阶层、中产阶级，他
们抗争、奋斗，忍受着社会的磨砺......
3、小说的题词：&quot;光与阴影，使事物成形&quot;-勒 柯布西耶看完小说第一感觉是没感觉，想了
好久说不上是喜欢还是不喜欢，然后看到了书封面上对作者彼得 斯塔姆的简介：北欧极简主义大师。
突然好像明白了什么，简洁冷峻应该就是这个意思，作者好像也没有偏好谁，也没有批判谁，就是冷
冷地不动声色描述出来男主人公和他妻子索妮娅以及和波兰情人伊沃娜之间发生的事情。柯布西耶是
个建筑师，小说主人公也是。但你也说不上索妮娅和伊沃娜哪个是光，哪个是阴影。表面上看，妻子
索妮娅当然是光，来自德国市民阶级（Buegertum),算精英阶层，也算照亮普通小市民的男主。伊沃娜
是抬不上台面的波兰难民，是社会保障都照不到的那一撮阴影。但只有在伊沃娜那里，男主心里才是
得到满足的，有时在想是不是因为她实在太低微，男主在那里才能无所顾忌释放出真正的自己然后成
为一段关系中的alpha。（这样想男主真渣但作者厉害就在于他不批判不引导只是用刀子一样割开各种
关系人物的表面给读者）（不过再仔细想想男主只是行为上的alpha伊沃娜可是信念坚定到让男主逃
避...扯远了总之我觉得男主只是爱自己爱能掌控别人的那种感觉）他们三个人的关系有点像里面提到
的旧约全书里的雅克和拉结（还有利亚）的故事，算是影射吧。故事大概就是雅克喜欢拉结，为了娶
她服侍了她爸七年，但她爸说不行，拉结是小女儿，我们这要先稼大女儿利亚（囧....这白服侍七年）
。你先娶她然后再服侍我七年就可以娶拉结了.....（这也太坑了！！！）利亚比较丑，所以雅克当然更
爱拉结，结果神（就是耶和华）一看利亚失宠，就让她可以怀孕，拉结当然没有生育能力...(所以这故
事是想说鱼和熊掌不可兼得么...) 总之从古至今男女之间就是那么纠结，爱情是否会被外力影响是永远
的话题，作者也只是把故事披个外衣放到现代语境罢了。里面提到这个是说伊沃娜跟男主失联了7年
就像雅克等拉结等了7年（就在打这些字的时候意识到里面的性别对换了，旧约里是男等女，小说里
是女等男，所以我是不认同男主最爱是伊沃娜这个结论的，他就是个只爱自己的渣男啊！！！我到底
是多不认同男主....）话说小说设的背景是柏林墙坍塌了东欧剧变前后，里面似乎也没强调什么特别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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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事（或者我印象不大了）但这种背景好像给男主这种迷茫不确定一个合理的理由，但换个背景这故
事也能成立还是说历史的潮流中，每个人都是参与者和见证者都会多多少少留下一些烙印。最后说本
来也没想写那么多的....看来用语言组织一下也比单独的读完书在那里困惑无比好（即使就是个随笔） 
而且都读完快一个月了今天突然觉得要整理一下杂乱的思绪......虽然是个挺不一样的阅读体验但这本
书我应该是不会推荐的，即使作者是瑞士当代文学著名作家获过无数好评，就算推荐我也不期待对方
会喜欢，因为这就不是个靠情节取胜的小说完完全全是靠语言靠翻译的功力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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